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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革兰阳性菌对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率%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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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菌药物 屎肠球 粪肠球 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

阿米卡星
7%#% %"#! !$#/ 6"#.

庆大霉素
.!#- ./#/ //#" .$#-

青霉素
"7#- 8%#/ 6%#. /7#7

红霉素
.$#" ./#! /6#7 -8#/

苯唑西林
-/#/ /7#% 8$#% /7#7

万古霉素
$#$ $#$ $#$ $#$

替考拉宁
!#" $#7 $#$ $#$

四环素
.7#. 78#/ 7/#- %$#6

利福平
$#/ $#$ "#" 8#/

环丙沙星
%/#$ %$#$ 7%#! .-#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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泌尿系统感染是常见的感染性疾病#近年来由于抗菌药物

的广泛应用#临床分离病原菌耐药现象越来越严重#本文通过

对本院
"$!6

年泌尿系统感染患者的尿培养鉴定结果及其药敏

进行回顾性分析#了解荆州地区泌尿系统感染病原菌的分布及

其耐药率(

本地区泌尿系统感染病原菌以大肠埃希菌最高#其次是屎

肠球菌#其他病原菌如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'肺炎克雷伯菌'鲍

曼不动杆菌'真菌也占一定比例(这些多数为人体肠道及皮肤

黏膜上的正常菌群)

",6

*

#由于机体免疫力下降#这些细菌的寄居

部位变迁至泌尿系统#并大量繁殖引起泌尿系统感染)

/

*

(

诺氟沙星'左氧氟沙星等属于经验治疗泌尿系革兰阴性菌

感染的常规抗菌药物#本研究资料显示#大肠埃希菌对诺氟沙

星'左氧氟沙星的耐药率已超过
/$#$5

#这可能与临床大量使

用喹诺酮类药物有关#因此#治疗大肠埃希菌引起的感染时#喹

诺酮类已不宜作为经验用药(药敏结果显示#氨基糖苷类药物

耐药率为
$#$5

#但相关报告显示#此类药物有较多不良反应#

不适合临床使用)

-

*

(头孢菌素类在临床上应用广泛#其耐药率

也很高#而对头哌"舒巴坦'哌拉西林"他唑巴坦这些酶抑制剂

复合物药物的敏感率超过
7$#$5

(可见#对于治疗因大肠杆

菌引起的泌尿系统感染时#应首选
"

,

内酰胺酶抑制剂#对于危

重患者则宜选用碳青霉烯类药物(

对于居本地区泌尿系统感染第二的肠球菌属#本研究显

示#对万古霉素'替考拉宁和利福平的耐药率为
$#$5

#而对青

霉素'红霉素'四环素'林可霉素'复方磺胺甲唑有一定的耐

药性#可见肠球菌感染治疗的首选药物为万古霉素'替考拉宁

和利福平(

综上所述#对泌尿系统感染患者#不能仅凭临床经验使用

抗菌药物#应积极送检#检测出感染的病原菌及其敏感的药物#

合理选用抗菌药物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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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真空采血管不同时间检测电解质的结果比较

杨惠元

"昆山市巴城人民医院检验科!江苏昆山
"!/8!!

%

!!

摘
!

要"目的
!

比较
8

种真空采血管不同时间检测电解质的结果'方法
!

对
-$

例健康体检者采用普通真空采血管&促凝真

空采血管和肝素锂抗凝真空采血管进行同时采血后!放置
$#/

&

!#$

&

"#$D

时进行
U

d

&

1C

d

&

(G

e检测!并进行比较'结果
!

肝素锂

抗凝真空采血管采血后
$#/

&

!#$

&

"#$D

的
U

d检测结果与普通真空采血管&分离胶真空采血管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"

F

%

$#$/

%'

8

种试管采血后的其他电解质检测结果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"

F

$

$#$/

%'结论
!

在测定电解质指标时!特别是急诊标本!

可采用肝素锂抗凝真空采血管进行检测!但因血浆
U

d与血清
U

d有差异!需注明标本类型方便临床医师参考'

关键词"真空采血管$

!

不同时间$

!

电解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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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解质作为常规的急诊项目#对于判断患者体内是否存在

电解质紊乱有着重要的意义#目前临床常用血清标本进行检

测#缺点是等待血清析出的时间较长#特别是一些高凝的血液

标本时间更长#影响其报告结果的时间#肝素锂抗凝的标本可

以即时离心#加快了出具报告的时间(本研究对
-$

例健康体

检者的
8

种真空采血管标本分别放置
$#/

'

!#$

'

"#$D

再检测

U

d

'

1C

d

'

(G

e电解质#并对其结果进行比较分析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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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料与方法

?#?

!

一般资料
!

随机选取本院健康体检者
-$

例采取清晨空

腹静脉血于
8

种真空采血管中#每种试管
!

支#其中男
"7

例#

女
8"

例#年龄
"/

$

/$

岁#均取得当事人同意#轻轻颠倒混匀

待检(

?#@

!

仪器与试剂
!

镇江奥迪康电解质分析仪(

8

种采血管包

括普通真空采血管'分离胶真空采血管'肝素锂抗凝真空采血

管#均由安徽信灵检验医学科技有限公司提供(

?#A

!

检测方法
!

用肝素锂抗凝真空采血管采血混匀后立即离

心#另外用普通真空采血管和分离胶真空采血管采集标本后在

常温下静置
"$M:<

#三者都以
6$$$F

"

M:<

离心
/M:<

#检测分

+

8%7"

+

国际检验医学杂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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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%

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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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在距离取样后
$#/

'

!#$

'

"#$D

时进行(所有标本肉眼未见

溶血'黄疸及脂浊等现象(

?#B

!

统计学处理
!

采用
V3VV!%#$

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及

统计学分析#计量资料以
Ng@

表示#组间比较采用
9

检验#

F

%

$#$/

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(

@

!

结
!!

果

肝素锂抗凝真空采血管采血后
$#/

'

!#$

'

"#$D

的
U

d检测

结果与普通真空采血管'分离胶真空采血管比较差异均有统计

学意义$

F

%

$#$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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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试管采血后
$#/

'

!#$

'

"#$D

的其他电

解质检测结果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$

F

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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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真空管采血后
$#/D

检测电解质的

!!!

结果比较%

Ng@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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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管类型
U

d

1C

d

(G

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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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#"8g$#"-

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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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真空管采血后
"#$D

检测电解质的

!!!

结果比较%

Ng@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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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M>G

(

T

&

试管类型
U

d

1C

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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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离胶真空采血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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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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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与肝素锂抗凝真空采血管比较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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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真空采血管在采血管内壁均匀涂有防止挂壁的药剂

$硅油&#利用血液自然凝固的原理使其凝固#等血清自然析出

后#离心使用(普通真空采血管所采集血液凝固较差#会直接

导致标本的检测时间延长#不适合临床急诊使用(分离胶真空

采血管在临床上已经被广泛使用#血清分离胶是聚烯烃'聚酯'

丙烯等材料组成的惰性半固体#具有触变性#离心后分离胶在

血清及血块之间形成隔膜(肝素锂抗凝真空采血管明显加快

了血浆的分离速度#提高了抢救患者的效率#且理论上对各种

检测成分无影响)

!,6

*

#适用于许多急诊检测项目#因此被广泛

应用于临床血液标本的采集(

本研究结果显示普通真空采血管采血后检测的
U

d浓度

高于肝素锂抗凝真空采血管#差异有统计学意义$

F

%

$#$/

&%

其原因可能是普通真空采血管采血后#血液在凝固过程中有红

细胞被破坏使
U

d释放入血清#胡望平等)

/

*通过检测游离血红

蛋白证实促凝剂可致轻微溶血#而且不同促凝管造成微量溶血

程度有明显差异(此外#血小板$

3T=

&聚集破坏也可导致细胞

内
U

d的释放)

-

*

(而肝素是含硫酸基团的黏多糖#抗凝能力

强#可以阻止
3T=

聚集#不易造成溶血(对
U

d而言#本研究中

的结果是血清检测$普通真空采血管采血检测&比血浆$肝素锂

抗凝真空采血管采血检测&高了
$#8$MM>G

"

T

左右#差异有统

计学意义$

F

%

$#$/

&(王建琼等)

.

*报道血浆
U

d与血清
U

d浓

度的差异约为
$#87MM>G

"

T

#与本研究结果基本一致(但是根

据日常的工作经验以为#血清检测
U

d仍然优于血浆检测
U

d

#

主要在于国内普遍采用血清作为参考值#虽然血清不一定是可

靠的参考体系)

7

*

(

另外#肝素抗凝血浆与不加抗凝剂的血清测定电解质相

比#肝素对血
1C

d

'

(G

e测定无影响#

8

种标本在
$#/

'

!#$

'

"#$D

时检测
1C

d和
(G

e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$

F

$

$#$/

&(然而#秦

丽华)

%

*报道肝素对血钠测定有明显影响#与本研究结果完全不

同#其原因尚待进一步深入研究(

本研究还发现#不管是普通真空管'分离胶真空管还是肝

素锂抗凝真空采血管在
"D

内电解质检测结果
U

d

'

1C

d

'

(G

e

的检测值随标本放置时间的延长而无明显变化#具有一定的稳

定性(这与李情操等)

!$

*报道的放置时间对电解质有明显的影

响是不相同的#其原因需通过加大样本量进行分析(

电解质检测常用于临床诊断和病情监测与评估#特别在急

诊时#常涉及危重患者的处理#临床希望相关检测快速而准确#

有些报道建议采用肝素锂抗凝血分离血浆检测更有价值)

!!

*

(

经过此次实验对照分析#肝素锂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抗凝剂#如

果急诊可以对电解质测定#这样既可避免在检验过程中发生纤

维蛋白的堵孔'血清分离不顺利导致溶血等情况的发生#又可

缩短对标本进行离心操作的时间(但是由于血浆
U

d水平明

显低于血清
U

d

#报告时须注明标本类型并建立相应的参考值

以方便临床医师参考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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